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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在可用性中的应用方式。方法方法 依据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上的一些

特点和优势，为更好地将人机交互界面在产品可用性中加以应用，分析了人机交互中的用户模型、用

户界面模型、多通道交互信息整合、笔式交互技术、人机交互软件体系结构等内容。结论结论 用户界面是

产品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产品的外形和颜色上进行设计不但美观，还使用户和产品之间的

交互产生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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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design in the availability.
Methods Based on some of th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design，to better apply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in product availability，it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user mode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user interface model，multimodal interac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pen interaction
technology，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software architecture and so on various aspects. Conclusion The user interface
is a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duct design.From the product appearance and color design，product is not only
beautiful，also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products goo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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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技术快速进步的如今，不断完善发展的

还有人机接口技术：穿孔纸带、面板开关还有显示灯

等早期的交互装置，到如今的追踪视线、识别语音、反

馈感觉等拥有多种感知能力的现代化交互装置。在

经过了批处理、命令行、图形界面3个阶段的用户界面

发展后，现在人们在Post-WIMP界面上进行了更深入

和重点的研究与开发。目前的人机交互通过人机交

互技术和用户界面的发展进行得更加顺畅和谐。通

过对笔式用户界面、多通道用户界面、智能用户界面

和三维交互中的多种关键技术[1]，对人机交互的发展

现状和应用状况进行阐述。

1 人机交互界面的概述

1.1 人机交互与人机界面的概念

人机交互是指人与计算机之间通过某种互相识

别的“语言”或者沟通技巧，来完成人向计算机传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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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或者计算机将运算结果反馈给人的交互方式，是

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沟通的一种信息交换方式。计

算机操作系统的人机交互功能是决定计算机系统是

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指标。人机交互的过程主要是通

过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来完成的，输入设备将操作人

员的想法和需求转变为计算机所能识别的语言输入

到计算机CPU中，再通过运算，将计算结果通过输出

设备转换成人所能识别和理解的语言[2]，从而完成一

次完整的人机交互过程。早期的人机互换输入输出

设备主要是采取键盘、鼠标、显示器等电子产品。

随着计算机科技的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和新的材

料不断被运用到生活当中。人与计算机之间的识别

言语也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从最早的编码输入到现如

今的触摸屏直接输入、SIRI语音输入等热门的人机交

互方式。计算机通过功能强大的软件从而能够识别

和分辨人的肢体语言与声音表达的意思。通过内核

运算系统的分析和计算，能够较好地分析操作者所想

表达的意思，并根据设定的程序针对操作员提出的问

题或者要求给出反馈[3]。

人机界面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

介和对话接口，是计算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系

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媒介，它将机器

信息的内部形式与人类能够接受的形式之间进行互

相转换。凡是人与机器进行信息交流的领域都存在

着人机界面。人机交互与人机界面是两个不尽相同

但又紧密相连的概念。

1.2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设计原则

1）层次顺序简洁原则。在进行人机交互界面设

计时，首要关注的是计算机系统设置应该按照任务处

理的先后顺序和急缓程度进行区分，将由大到小、整

体到单体、高层到底层的关系全部安排恰当，以减少

控制工艺和设计监管过程，让人机对话的主界面更加

简洁，更加有条理性，让用户使用起来方便舒适[4]。

2）用户为本设计原则。在整个人机交互界面的

设计过程中，必须要理解和照顾用户的使用习惯和特

点，优先考虑人的需求。在设计和开发的前期阶段

中，不断征求和接受用户的意见和要求，再选取和决

定可行的方案进行二次开发。这样能够使设计出的

界面满足用户的需求。所有的设计需求都优先考虑

用户的心理和人体工程学上的设计要求，在满足了人

的需求之后，才开始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和需求。

3）界面一致性原则。首先设计的要求要和流行

的趋势相一致，体现出设计的一致性，采取大众喜闻

乐见的设计形式。其次是在标准的要求上必须要与

现行的国际或者国家标准相一致，以达到强制性要求

的最低标准。最后就是整个界面的颜色、画面、文字

的一致性。这样有助于开发出美观舒适、唯美又自成

一派的风格[5]，再配以相对应的统一颜色和相同风格

的配饰，以打造不同的个人风格提供给客户选择。

4）功能性原则。根据使用者的功能性要求，在设

计时根据不同的管理对象对同一个界面采取多项目

的同时性要求设计，按照分区功能的不同，采取分层

系的信息选项和对话框并举的窗口人机交互界面，让

使用者易于上手。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

常用的功能和不常使用的功能，并将这些功能进行分

类和归档，这都是在设计时必须为客户预留的功能性

选项。

5）频率性原则。按照管理对象的对话交互频率

高低，设计人机界面的层次顺序和对话窗口莱单的显

示位置等，提高监控和访问对话频率。按照用户的使

用习惯和逻辑思维进行规范性调控，以达到最大程度

上满足客户对产品期望值的需求。

6）面向对象原则。根据使用者职业或者身份的

不同，设计出适合各种不同人群的交互界面，使他们

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的需要来选择适合或者自己喜好

的界面，从而提高用户使用的效率。

7）重要性原则。按照管理系统中的控制要求，将

主次菜单的优先权限做出层次性的设计，以帮助管理

人员把握好控制系统的主次，实现好控制决策上的顺

序，优先处理重要的调度和管理。突出重要的主菜

单，并将次要的菜单隐藏起来，但是也要便于查找。

1.3 我国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发展现状

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在全球的人机交互市场中

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是全球人机界面需求

量最大的国家，但是在界面设计的领域上，还处于低

端和发展不足的情况。近几年来，随着低端市场的不

断积累，我国国有品牌在人机界面设计上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整体产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6]。

国内的大部分产业，连一些原本不使用人机界面

的行业都逐渐开始使用人机界面，这说明了人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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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大的趋

势。人机界面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人机界面的存在使得人与机器之间的沟通更

简单，大大减少了使用人员对机器语言的学习和理

解，这种傻瓜式的界面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使用高

级计算机的门槛中来。鉴于这样的一种需求，在未来

的世界中，人机交互界面的发展与趋势必定在形式

上、形状上都有所改变，从而给生活、工作、学习带来

革命性的变革。总的来说，未来人机界面的发展趋势

是6个现代化，即平台嵌入化、品牌民族化、设备智能

化、界面时尚化、通讯网络化和节能环保化[7]。

2 产品可用性的人机界面分析

1）产品可用性的含义。可用性是界定交互式的

电子计算机产品或者计算机系统的一项重要质量指

标。简单来说就是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并达到容易

使用、容易记忆、少出差错的效果。能够完成产品的

功能任务，是产品可用性最核心的内容。一款产品可

行性的高表现，表示在用户的心目中存在着高热刻度

的产品质量，属于产品核心科技竞争力的核心部分。

2）产品可用性存在的问题。（1）产品可用性的研

究往往受到设计师本人的主观设定和行业性质的影

响，往往不能很好地将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对于产

品的期望和功能要求规划进去。很多产品在进行设

计时都会因为缺少实际的调研而未对产品可用性进

行必要的分析和研究。（2）目前国内的用户研究数据

往往和市场调查或者市场调研报告数据进行整合，没

有单独的用户使用习惯调查，因此在对产品进行设计

开发的过程中，缺少足够的用户使用习惯和喜好数据

作为参考，难免使设计出来的产品的功能和外形都与

市场上实际需求的产品存在偏差。（3）在产品的设计

方面，大部分的设计公司往往只注重考虑产品的外形

设计，忽略了用户和产品之间的交互性[8]。对于用户

的体验设计考虑甚少，普遍缺乏交互设计和可用性的

研究，因此部分产品的可用性能较低。

3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在产品可用性中的应用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引入产品设计的可用性设计

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人机界面的实现方式

以及提供的功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产品设计

可用性能的效果。

1）提高产品可用性。可采用简单有效的标准化

和一致性进行界面的设计，使其拥有让产品有快速响

应的功能和有一定的容错能力。

2）灵活的交互界面。灵活的人机交互界面，使得

各种不同客户对于产品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大大提

高了产品的可用性。客户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

来选择不同的界面，就像布置自己房间那样，将合适

自己的功能和皮肤布置在界面上，而将不喜欢的界面

和功能隐藏和删除。

3）交互界面的可靠性。在产品的设计当中，引入

交互界面的功能，可以大大确保用户在应用过程中简

单便捷、快速可靠地使用计算机系统，保证相关计算

机程序和数据的安全性。

4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在产品可用性中的发展趋势

很多产品设计公司在设计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用

户的使用体验和使用习惯、偏好的分析和数据收集，

但是人机交互界面注重的是产品功能的选择性、功能

性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设计师考虑的外观上的设计。

这是设计人员以后在进行产品设计时需要注意的问

题之一。从各个不同方面体现产品界面的设计，用户

可以自行通过因特网上的信息更新、整理、组织、布置

自己的界面环境[9]。一切皆有可能，往日不敢想象的

方式和想法，在未来都是有可能成为现实。

5 结语

人机交互界面的诞生、发展、普及是产品设计历

史上的一次重要发展和飞跃，它将大量的使用语音、

图像、视频等媒体形式[10]，或者其他交互方式来提高产

品的可用性和特点。产品的市场前景由其可用性来

决定，提升可用性最有效的手段是交互与界面规划。

通过自然、人本回归的指导观念，对产品的使用方式

进行交互创新，可以正确引导消费者对产品功能与使

用需求的发展方向。从人机学与认知学等多层面优

化产品使用操作，最终达到提升产品可用性的理想目

标。产品可用性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人机交互界面

的融合与发展。可以预见，将来会有更多不同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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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界面应用在新产品中，形成新一代的科技产

品，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为伟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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